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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梯田，不能不说到陕南汉阴凤
堰古梯田。

当我面对汉阴县凤堰古梯田的画
面时，瞬间被它的层级铺叠，随弯就弯，
精巧布局，形式多变，宏大美丽所迷醉，
所震撼，所感动！ 它酷似温柔的海浪一
浪跟随一浪扑上弯弯曲曲的沙滩，形成
一环压着一环的绚丽图画。小的山坡上
的层层梯田弯弯曲曲的轮廓线犹如手
指指纹中一个个完美的“箩儿”。如此之
美，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受到国家的高
度重视， 被命名为 “国家水利风景区”
“国家 4A 旅游景区 ”“国家森林公园 ”
“中国最美田园”。 如此田园之美，旋即
唤起我对于梯田的潜在情怀。

我曾于陕南的县政府履职，县政府
的工作主要在农村，而农村的工作就少
不了修田修地。 所以，我打交道最多的
就是修田修地，尤其是在“农业学大寨”
的年代。

下乡驻队，那时大多在冬季，任务
主要是号召和组织社员们修田修地，变
“冬闲”为“冬忙”。山区，山坡地居多，修
的自然就是梯田梯地。 如此年复一年，
便和梯田梯地熟悉了，黏上了，从中学
到了如何因地形制宜规划布局，尤其学
到了最关键的一招，实际操作，勘测等
高线。

那些年，我随县委县政府领导或是
独自，先后在许多乡镇驻队，组织和督
导修田修地。在平利县三阳区朝阳大队
所修的那面沟坡很宽敞， 是个圈椅形，
修出来的梯地一层抱着一层，整齐得像
一大摞箥箩码起； 也像一镰镰半月，一
镰环着一镰，很规则，很美观。耕作起来

也很顺当。而在老县那个大队修的那坡
梯田，地形却是弯来拐去，规划田块，测
绘等高线很是费脑费事。 但因其难，却
让我逮着机会向农技人员扎扎实实地
学到了因土壌瘠薄，因地形而异，灵活
规划和在复杂地形上测绘等高线的本
事。

学到窍道，尝到甜头，就想学习更
多关于梯田梯地的知识，于是就寻找资
料，翻阅资料。 当我在资料中第一眼看
到汉阴凤堰古梯田和贵州古梯田的彩
照时，顷刻被震慑了，那实在是堪称奇
妙，堪称绝美！ 于是，魂牵梦绕，总是期
盼着能够有机会身临其境，亲眼看见其
“花容月貌”。

感谢上天眷顾，终于让我靠近了凤
堰！ 那年，我们一队人马受省市统一调
派，前往汉阴县农村驻队，在县城之南、
月河之畔的中坝大队，我看到了安康地
区最具代表性的盆地大坝子一览无余
的平展展 、绿油油的水田 ，水稻生长
得壮实肥美 ，绿得泛光 ，飘着淡淡的
清香 ，甚是诱人 ！ 难怪汉阴县的水稻
产量在安康地区名列前茅，而且质量上
乘，原来有如此肥沃的水田！ 尤其月河
川道，水田连片，直抵安康城郊，绿野宽
阔，一马平川，绵延一百五十余里，与汉
中盆地齐名， 构成陕西省的水稻主产
区。

从冬到春， 当这些梯田梯地里播
种的油菜籽，生长成茁壮的油菜，继而
繁花盛开的时候，大片大片的，金黄灿
灿的，美得让人醉醺，让人窒息，让人撒
欢，让人狂呼。

这些百衲衣般的连连缀缀的田

块，宛若西藏芒康的盐田；不过，那些个
盐田方方正正的，大小均匀，整齐划一，
缺乏变化，缺乏动感，缺乏艺术，从美的
角度讲，与凤堰古梯田、月河水田，不在
一个层级，不可与之媲美。

从月河水田南越凤凰山就到凤堰。
凤堰古梯田啊，这幅绝美千古的山水画
就呈现在眼前。 享受这幅山水画，沉醉
这幅山水画，让人浮想联翩。 而最先浮
现在脑海的，便是遍布陕南各县区山山
岭岭沟沟岔岔的层层叠叠一望无际的
绿色茶园。

这些绿荫如盖的绿色茶园建设是
梯田梯地建设的姊妹篇。 梯田和茶园，
水稻和茶叶，粮食和多种经营是农业生
产的两翼，是农村发展、农业繁荣的根
基；是青山绿水、金山银山理念的落地
生根，扎实实践。 梯田产水稻，解决了吃
饭问题；茶园产茶叶，提升了生活品质；
温饱了，富裕了，也有品位了，继之而来
的是更好的精神享受，游山玩水，享受
祖国的大好河山，娇美风光。 梯田和茶
园，套装油菜花，又为人们提供了一处
处一片片的艳丽景点， 供人们欣赏观
光，陶冶情操，涵养精神境界；更兼“天
然氧吧”和“森林浴”，健康养生，延年益
寿。收获无穷啊，多么美好的乡村游！梯
田啊，茶园啊，这对产生于山坡沟岔的
“孪生姊妹” 对于人类农田建设的贡献
何其大哉！

以至：
茶余饭后闲聊时，
谈田说地摆美食，
吃米连赞古“凤堰”，
品茗唱好绿茶汁。

《蜀河口》是杨才琎、马伯友两位蜀
河人合著的历史长篇小说， 精美绝伦，
脍炙人口，取得惊人成功，令人敬佩。这
既是他们的处女作， 也是他们的成名
作，可能还是他们的代表作，而最好的
标签这是他们的佳作。

犹如恒口之于汉滨、 池河之于石
泉、长安之于平利、瓦房店之于紫阳，蜀
河口在旬阳市那也是响当当的存在。 3
年前我去过一趟蜀河， 有了直观印象，
所以读起《蜀河口》来感觉特别亲切。书
的前几页是我国那些文学大家贾平凹、
陈彦等人的评语，言简意赅，非常中肯，
他们的称赞无疑为这部书增加了分量。
许多读者也好评如潮，可以感知到他们
都认真读了并理解了这部书。文学大家
们精彩点评，代表了读者内心的真实感
受，心悦诚服地对这部小说给予应有的
肯定和赞扬。

《蜀河口》 以民国时期汉江这个水
旱码头为背景，描绘出了这个历史名镇
的兴衰史，它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向人们展示了蜀河古镇那个动荡
时期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 人物纷呈，
情节曲折，语言流畅，极具可读性。两位
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写出了一部在旬阳
地界儿乃至在安康文学界都值得称道
的小说佳品。 我不由地发出了一声惊
叹：所有的用功都值得，所有的走心都
划算！

愚以为，《蜀河口》的作者深谙小说
创作之道，在人物、情节、语言等方面很
好地把握了小说创作的要素，表现出了
历史小说创作的成熟技巧。

一、成功塑造了众多既有鲜明的个
性也颇具典型意义的正反面人物，展现
了这个地方衰落时期的巨幅全景画，充
分提高了小说的阅读价值。

人物是小说的骨架，并且含钙量要
求很高。人物的成功是一部小说成功的
关键，只有人物的精彩才能构成小说的
精彩。传统写法是小说中必有一个中心
人物，其他人物和情节围绕中心人物展
开和发展， 那么谁能告诉我，《蜀河口》
中心人物是哪一个？这部小说塑造的一
百多个角色中， 虽没有一个中心人物，
却有着十来个非常成功令人难忘的主
要人物和一些同样是成功的极具可读
性的次要人物。作者善于把他们放在尖
锐的冲突和矛盾中刻画他们的性格，对
他们的悲惨境遇、日常行为和反面人物
的冷酷残忍进行了现实主义的逼真描
绘，形象丰满，栩栩如生，令人叹服。 给
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如陈六爷、 陈三
儿、包玲儿、徐长安、马兆武，当然也包
括恶魔熊亭义、土财主陶老爷等。 在这
些人物中，“豆腐西施”包玲儿的形象光
彩照人，作者把对女性的审美观和对女
性的推崇寄托在了这个少妇身上，给了
她惹人上火的描写和优美动人的辞藻：
“便是路过的行人脚夫， 也专程到黑沟
包玲儿豆腐摊去吃一碗豆花，实在不济

买块豆腐蘸辣椒吃也是好的，总之都夸
好吃，也不知是为吃她做的豆腐，还是
想吃豆腐。 ”正是这些人物的逼真感人，
是一部完整的蜀河口色彩斑斓的社会
史， 在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艺术再现，
圆满地实现了创作的目的。

二、惊心动魄的情节描写和恰如其
分的场景烘托，有力展示了蜀河口一段
风云变幻， 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感染
力。

本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人物的成
功刻画，更在于它情节的汪洋恣肆浪漫
铺陈，作者把这些故事情节写得充满激
情，把历史和虚构交融，使历史变得生
动形象，使读者感到虚构的真实，其强
有力的现实主义特征又显得非常质朴，
由大量材料和细致观察得来的细节，把
人物和场景表现得生动逼真壮怀激越，
把读者带入一波又一波阅读的兴奋状
态中而不能自已。作者的想象力如此丰
富，洋洋 70 余万字、上下两册、77 章节
的巨著，一个事件连着一个事件，一个
事件套着一个事件，多姿多彩，离奇曲
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没有一个事件
是重复的，没有一个事件不是让我们读
得心惊肉跳魂飞天外欲罢不能，真正达
到了小说情节引人入胜的效果最大化。
足见作者编织故事的能力，这是小说备
受读者喜爱的一个方面，我读到最后几
章时那简直是连二赶三地读，废寝忘食
的状态，直到最后一个句号出现，方如
释重负又意犹未尽并且陷入深深的沉
思和久久的回味，对作者的敬佩油然而
生。

三、带有地域色彩的语言生动贴切
通达顺畅趣味十足，散发出浓郁的乡土
气息，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最近的一次读书会上，知名作家
丁天先生全面地罗列了《蜀河口》脍炙
人口的语句，让我们再次感受到这部书
语言的生动活泼，作者对人物的刻画惟
妙惟肖，对事件的叙述准确练达，对景
物的描写自然流畅，对民间风俗的描述
生动逼真，文字简练又极富色彩，绮丽
隽永的散文化风格给作品注入了活力，
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显示了作者非同
一般的艺术才能。

四、正确把握了历史小说的写作要
求，尊重历史事实，顺应历史潮流，大大
增强了作品的哲理意蕴。

写历史小说，非常考验一位作者历
史观的非凡驾驭能力，不妄猜不随心所
欲胡编乱造，不能去任意打扮这个“小
姑娘”，更不能像“抗日神剧”那样去意
淫历史。 我赞赏作者的是，他们对深受
压迫备受蹂躏的人们深表同情，并带着
愤慨的笔触对那些地方豪强狂暴狰狞
面目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鞭挞 ， 表现
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和爱憎分明的价
值观 。

一个地方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历史的缩影，《蜀河口》一书

不仅仅写了蜀河口， 还写到了旬阳、安
康、镇安、西安，还有湖北的汉口、丹江
口、老河口、襄阳、武当等地。 借以描写
当时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山河破碎、风
雨飘摇的社会混乱和人民的流离失所
深重苦难，把一个小地方的兴衰变迁与
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结起来，这是小
说创作应有的高度。 两位作者是家乡人
写家乡事， 面对家乡曾经的辉煌走向
不可逆转的衰落 ， 奏出的是回响而
不是绝唱 。 今天的蜀河口相对于当
年那樯橹齐发商贾云集四方辐辏的
繁华景象 ，它是衰落了 ，但这是一种
历史的前进呀！ 当你用上电灯后，你还
会惋惜煤油灯、蜡烛的消失吗？ 当交通
的硬件设施大为改观，交通工具更加现
代化的时代来临时，河运的衰落就是不
可避免的了，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可赞的
是，作者很好地把握住了兴衰变迁的历
史趋势，没有为自己家乡的家道中落唱
一曲挽歌，而是在历史的大幕落下的那
一瞬间为我们留存了一段惊艳的画面。
同为历史长篇小说作家的陈和强先生，
曾经从时代、地理与交通三个方面解析
了蜀河口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原因，非常
富有哲理，且极具说服力。

好了，我不想再更多的来谈论这部
书的艺术特色、创作特点什么的，再说
就难免拾人牙慧，我想说的是，这部书
如果让某个大家名家老作家来写，也许
是另外一种样子， 也许会写得更好，但
绝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激情四射活力十
足， 不会有这样的生气勃勃热情奔放。
两位新人以对家乡的痴爱之情，几乎是
赤膊上阵，并且是初战告捷，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其宽广的视野、鲜活的场景
描写、 周到缜密的谋篇布局和富有张
力的语言特色 ， 使作品避免陷入那
种暮气沉沉按部就班仰承上意的故
旧写法 。 真正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
表现出了勇往直前的朝气 、 锐气和
活力 ， 似一股山野清爽之风迎面拂
来 ，芬芳馥郁沁人心脾，读起来格外赏
心悦目心旷神怡。 他们的成功让我觉
得，这部书的主要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
部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历史小说，更在于
涌现出来的这两位新手让人耳目一新
的表现手法颇为老道，《蜀河口》还非得
他们来写不可。

我其实并不想加入对这部小说潮
水般高分贝的赞美喧哗中，但如果不抱
任何偏见的话，它的确值得赞美，而且
也应当享有更高的知名度。 今天的蜀河
口，已经从一个繁华的水旱码头，演进
到一个历史名镇， 发展成一个旅游胜
地，它脱尽风尘，卸去历史的重负，和中
华大地上许许多多的城镇乡村一样，向
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大步迈进，而《蜀河
口》这部小说的问世，为这个进程增添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历史的烟云中划
出一道耀眼的霞光！

东 方 风 来
传喜报，中国年
俗满眼春。 2023
年 12 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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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决议，将春

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联合国也要过“年”了。这
就是说，中国春节正款款走向世界，世界拥抱着这个中国最
隆重的节日，让春节更加欢乐吉祥、幸福如意。

那么，说起我国春节与过年的风俗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我国重大的节日活动中，春节为一年的开始，民间俗

称“过大年”，这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化遗留
下来的传统佳节。

首先寻根问祖，要从“年”开始。 “年”是啥？ 在民间流传
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在远古一个寒冷的夜晚，有一山
寨里来了一头凶猛无比的野兽，它伤害了很多人，等到大家
联合去捕捉它的时候， 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以后， 每隔
365 天，那头野兽就要来伤害一次人，小孩子们更加恐惧，
大人们没有办法。一天，村寨里来了位来无影、去无踪的“神
仙”，他听说西方有个活佛，能知过去未来，能否便派村里使
者前去请他帮忙除掉那头野兽。 可是那个活佛却以宽容语
气说：“那是‘年’呀，我怎敢同它作对？ ”人们只好自己来商
量除掉那头野兽的办法。

这时，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说：“我们的事情是没有人
能够代办的，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我想，凡是野兽，都害怕红
色、火光和响声。 在下一次‘年’要来的那天晚上，我们每家
都在门上贴上红纸，屋里点燃蜡烛，放爆竹，敲锣鼓，齐呐
喊，这样‘年’可能就不敢来了。”大家一听都觉得有道理，便
照着去做。果然，‘年’见到红纸和火光，听到爆竹和锣鼓声，
就狼狈逃窜了，过了这个晚上，大家认为“年关”已过，便互
相祝贺，尽情狂欢，庆贺大捷。 从此以后，每隔 365 天，人们
都要张贴红纸 ，点燃蜡烛 ，喜放爆竹 ，敲打锣鼓 ，渡过 “年
关”。 这个办法真灵，其结果也把“年”吓跑了，久而久之，便
形成了此习俗。

不过也有传说认为， 过年还得从农时节令来探源。 相
传，在很久以前，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书生，看到当时的节
令很乱，不利于农耕生产，一心想把节令搞清定准。一天，他
上山砍柴， 坐在大树荫下休息时， 树影的移动无意启发了
他，他便自行设计出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日晷仪。可是天阴
雨雾，影响测量。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引起了他兴趣，他又动
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量。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 360 多
天， 天时的长短就会重复一遍， 惊人的发现使万年激动不
已，便带着日晷仪和漏壶去见当时的国君祖乙，详细讲清日
月运行的道理。

谁知皇上听后龙颜大悦，万年的研究此项，把他十分苦
恼的天时风云难测的头疼事渴望解决，于是便把万年留下，
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指派 12 个
童子服侍万年，并下令说：“希望你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准
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

万年没有辜负皇上的重托，不分白天黑夜，潜心研究推
断，并在天坛边的石壁上刻下了一首诗为记———

“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 ”
万年的历法刚一研究成功， 祖乙闻讯后亲自登上日月

阁看望万年，查访结果。 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下
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 ”祖
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 ”春节，就由此而形成。

从此之后，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
确的太阳历。当时把太阳历呈送给继任的国君时，他已是满
头银须。 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
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 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
上寿星图， 据传说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这就是
春节来历的又一说法。

在古代也把一年的第一天叫
元旦，又称元辰、元日、元朔等。 元
者始也，旦者晨也。 宋人吴自牧所
著《梦粱录》说：“正月朔日，谓之元
旦，俗称为新年。 一岁节序，此为之
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孟冬之
月为正月。 “正”，本来当念成正大
光明的“正”，为什么现在人们习惯
地将“正”念作“征”呢？ 这便是秦始
皇称帝时开始的。 因为秦始皇姓嬴
名政，“政”和“正”两音相同 ，为了
避讳，就下令全国将正月的“正”读
作“征”。 从此，人们不再叫“正月”，
而念成 “征月”。 以后念熟成为习
惯，一直沿传后世。

到了汉武帝时，司马迁以夏历
为基础编写《太阳历》，固定以孟春
之月即一年第一个月为正月。 自汉
朝到清末， 一直采用夏朝的历法。
所以 ， 人们至今还把阴历称作夏
历 ， 也称它为农历或旧历 。 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
治，废除夏历，中国开始采用公历。
每年以公历 1 月 1 日为新年元旦。
这样 ，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 ，人们
就只称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而不
再别称元旦了……这又是另一种
说法。

对于年的说法， 众说纷纭，争
论不休，我们不光从民俗文化的角
度来讲 ， 还需要从历史角度来审
视。 据历史学家考证，“年”这个字
始用于周代， 是谷物成熟的意思。
《春秋》 上说：“五谷皆熟为有年”。
现在我们还把农业上的收成叫作
“年成”。 在古代字书里，“年”字被
放在“禾”里。 谷物成熟大多一年一
熟，引申而来，于是把年作为岁名。
到了汉朝，人们才逐渐利用冬末春
初之际，互相拜访，交流生产经验，
预祝新年丰收，开始形成过年的习
惯，史书最先具体记载过年情况的
要算晋朝宗怀写的 《荆楚岁时记》
一书了。

蜡梅花绽放，欢喜迎新年。 我
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可谓是十
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个民族的过年习俗也各不相同。
满族过年和汉族基本一样，如辞岁、拜岁、贴春联、放爆竹、
吃饺子等。蒙古族的节令和汉族相似，农历正月人们穿上新
衣，互相拜贺，送礼物，献哈达。藏族的年通常要比春节晚一
些。新年这天，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手里拿着“饮玛”（象征
吉祥的东西），互相祝贺“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壮族除过
春节外，还要过一个晚年，时间是正月三十日，称之为“吃立
节”。 这个节的来源与黑旗军有密切关系，广西刘永福领导
的黑旗军中有很多人是壮族子弟， 当他们在睦南关大败法
国侵略军时，春节刚刚过去不久，为了庆祝这次反侵略的伟
大胜利，壮族人民决定再过一个年，以欢迎凯旋的子弟兵。
其他兄弟民族，过“年”节也都有自己的传统风俗习惯。

由此可见， 传统的春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重视
的喜庆佳节，堪称节庆之首，也影响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
他们也把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 全球约 1/5 的人口以不同
形式庆祝春节。 正如人们常说：“春节是辞旧迎新的美好时
刻，总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憧憬。 ”这就成为幸福诗意中红红
火火的盛况节日，正徐徐向我们走来。

历史烟云中一缕霞光
———读历史长篇小说《蜀河口》

龚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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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1 月 5 日，《甲辰年》特种邮票首
发、毛玩新品发布会暨“文旅+邮政”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
安康邮政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为 2024 年《甲辰龙》特种邮票、《龙腾金州》珍
藏邮折、《龙腾四海》4 个原地邮局 （汉滨区双龙邮政支局、
岚皋佐龙邮政支局、汉阴龙垭邮政支局、宁陕龙王镇邮政
所）主题明信片、纪念封进行了揭幕，并为安康邮政分公司
开发的“飞龙乘云抱枕毯、小龙人眼罩两用枕、祥龙送福毛
绒公仔”进行了新品发布。

活动中，安康秦巴漫创玩具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将
龙年吉祥物特许经营授权给安康邮政分公司。 市文化和旅
游广电局和安康邮政分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本次邮票发行之际，安康邮政分公司将金州路邮政

支局创新打造为全国首家 “龙年生肖+毛玩文创” 主题邮
局，全面展示生肖“龙”文创产品，邮票、邮品、生肖贵金属、
生肖毛玩等，让客户一站式体验购买到心仪的礼物。活动仪
式结束后， 与会嘉宾们来到全国首家 “龙年生肖+毛玩文
创”主题邮局参观打卡，互动体验。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众多邮友们排着长队有序购买邮
票、邮品，制作首日封、写明信片，寄出对 2024 龙年的美好
祝福。

据了解，安康邮政全市共有 4 个邮票零售网点（汉滨金
州路支局、旬阳祝尔慷支局、紫阳紫府路支局、石泉县城关
支局）对《甲辰年》特种邮票现场销售，零售套票共 3000 套，
小本票 180 套，同时发行的相关龙年生肖邮品、邮折全市邮
政网点均有销售。

《甲辰龙》特种邮票俏销安康

安康灜湖小景（油画） 何涛 作


